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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the “Internet +” concept, “Internet +” has already become a big 

trend while bo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sectors are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How can the library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use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to 

transform the service of the library? The key is to explore the service model of "Internet + Library" 
and create a new type of library in the "Internet +" environment. This mode can satisfy users’ 

demands at any time without being restricted by time and spac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discusses the changes brought by “Internet +” to traditional libraries, and 

the proposes the features and service modes of ubiquitous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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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概念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大趋势，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动着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

图书馆如何能够把握住机遇，利用网络环境将图书馆的服务转型，关键是探索出“互联网+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打造“互

联网+”环境下的泛在式新型图书馆，这种模式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无时无刻满足用户需求。阐述了“互联网+”的概

念，探讨了“互联网+”对传统图书馆的改变，进而提出泛在式图书馆特点及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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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概念 

“互联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提出，他在 2012 年第五届移动互联

网博览会中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认为“所有传统和服务都应该被互联网改变”。而“互联网+”概

念的正式提出是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

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

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标志着“互联网+”已由行业新理念、

新模式上升到国家新战略、新规划的高度
[1]
。那么图书馆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基地，更加离不开网络及现

代化技术，让图书馆的资源及时快捷的推送到每一个用户身边，让读者感受到图书馆无处不在，随时有需

要都可以利用终端设备来利用图书馆资源，这便是“互联网+图书馆”模式
[3,4,5,6]

。 

2.“互联网+”对传统图书馆的改变 

传统图书馆在互联网到来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的纸质借阅，手动签字到现在的基于

自动化系统的服务；从茫茫书架中寻书的漫长，到只要几分钟通过检索系统即可获得书架信息；从没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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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资源服务，只靠影印本获取国外文献信息到现在的几十个中外文数据库。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从 2004 年

开始购买数据库，历时 13 年，至今已经拥有数据库 30 余个，文献类型非常丰富，图书、期刊、会议、报

纸、标准、博硕士论文、视频文献、课件信息等，一站式检索，海量信息存储，这些都是互联网的功劳。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 

3.泛在式图书馆特点 

3.1 技术是关键 

目前图书馆的现状都是年借书量，年到馆率都在下降，信息保障措施越来越好，读者不愿意到图书馆，

而是更多的借助网络及终端设备获取信息。因此，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泛在式图书馆发展关键要素便是

技术。 

泛在式图书馆服务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技术，高科技信息技术给图书馆的服务带来了便捷和方便，通

信技术、网络技术、模糊识别、语音视频等技术都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更多读者都是通过现代

化设备来获取信息，因此技术就成为了泛在式图书馆的关键，也成为了泛在式图书馆的代名词，泛在式图

书馆是智能科技发展的结果，是对传统图书馆发展的创新与飞跃。泛在化技术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泛在式图书馆正是要通过高科技技术将信息或服务等传送到人们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手机、

电视等科技产品随时随地地获得信息
[2]
。 

3.2 以用户为中心 

中科院初景利教授曾提出过日心说，既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模式。而相对于地心说的服务模式，

有如下比较： 

 

 地心说（以图书馆为中心） 日心说（以用户为中心） 

总体规划 强调馆舍，馆藏量，经费，人数等  强调对用户所提供的服务及效果 

服务原则 强调服务规则和标准 强调对用户所提供的服务 

服务对象 为到馆读者提供服务 用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服务场所 图书馆是服务一线 实验室、课题组是服务一线 

 

上表中比较结果可以看出，新型图书馆如果想要更好的发展，就要调整传统服务模式，完全以用户为

中心，想用户所想，及用户所及。将图书馆的服务重点放在如何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够

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 

3.3 泛在式服务 

泛在式服务就是将图书馆的服务延伸到图书馆的围墙以外，使得图书馆的服务无处不在，让用户随时

随地想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来了解。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首先是服务对

象和服务范围更加广泛，未来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不仅仅局限在本单位的读者服务范围，而是通过网络能够

服务更多的用户，这样才能发挥资源的最大利用率。服务范围也从图书馆的馆舍延伸到教师办公室、学生

宿舍、用户家里、读者手中。其次是服务功能和服务内容更加多样，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除文献服务之

外的更多服务内容，基于知识服务下的规划综合知识资源，建立机构知识仓储；为用户提供数据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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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用户决策；熟悉掌握文献管理工具的使用，为用户提供推介
 [9]

。 

4.“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 

4.1 重视“互联网+图书馆”顶层驱动 

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发展，一定首先要管理层改变观念，了解先进技术。所以管理层要树立危机

感、压力和动力。管理层要有魄力，有改变的意志。敢于“动奶酪”，发挥全员主观能动性。图书馆的业

务布局、部门设置、岗位设定需要结合图书馆发展进行的持续调整。结合学校引进人才计划，不断引进和

培养领军人物。恰当的运用激励，加强图书馆研究的能力，发挥技术的作用，没有研究能力就没有创新能

力。管理层是主导图书馆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有图书馆的管理层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技术，图书馆的先进

理念，才能引领图书馆更快的发展。 

4.2 加强人才的全方位培养 

图书馆想提高服务能力，就一定要提高图书馆馆员的个人服务能力。将图书馆的人员能力整体提升 ，

随之而来的图书馆服务能力也将大大提高。打造泛在式图书馆服务模式，就要将人员结构也做相应的转变。

无论从准入条件和学历方面，都要做好严格的把控。 

 

图书馆类型 传统图书馆人员结构 泛在式图书馆人员结构 

工作定位 文献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 

学历 本科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准入标准 没有要求 职业资格准入 

人员服务能力 人海战术 学科专长+情报能力+工具

使用能力 

 

4.3 服务途径多样性 

利用微信微博开展图书馆各项工作。目前很多高校都已经开通微信服务号或者公众号，读者在微信平

台上可以进行借阅、书目查询，也可以办理解绑、绑定读者证业务，此外还能够获取书目推荐、热门图书

等信息。大部分开通公众号的图书馆都能够查阅本馆信息，如馆长信箱、联系我们、开馆时间、馆藏布局、

预约等。 

此外有些高校图书馆老师开通微博，梳理检索、查新等业务工作，帮助读者更好进行数字资源利用，

深受读者喜欢。 

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的服务途径可谓是丰富多彩，读者可以借助手机、IPAD 等终端，依托网络，

安装 APP，获取图书馆数字资源信息。目前，已经有很多数据库开通手机服务模式，读者只要安装 APP，

就可以在自己终端畅游信息资源。 

4.4 服务空间泛在化 

泛在式图书馆的服务就是要让读者感受到无处不在。现阶段大部分图书馆员认为自身的工作离不开图

书馆，这与同样利用知识开展工作的医生、律师、咨询师、教师有很多不同。其实图书馆员同样可以把自

己的工作带到图书馆围墙之外。就像医生、律师、教师一样，离开了医院、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同样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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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开展工作。可见图书馆员对工作的环境和设施过于依赖，也说明图书馆员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知识工作者，还不能主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供服务工作。在今天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

知识化时代，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必须重构，从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转变为知识服务。这是今后若干年

对图书馆员能力的挑战
[9]
。 

5.结语 

在以数据化为特征和标志的深度信息化时代，图书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图书馆不仅要与互

联网做加法，加快向复合型图书馆转型，还要发扬互联网精神，借鉴互联网优势，打造新型图书馆，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层面的支持扩大自身服务的半径，寻求图书馆自身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与转化，满足读者

的各项需求，更好地体现图书馆以读者为本的工作理念，使“互联网＋图书馆”真正实现，让图书馆无所

不在，成为学校工作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之一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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